
城市化与类城市地域

郭萌 (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  在对城市认知层次结构总结概括的基础上 , 从城市化主体要素入手提出实体城市化和属性城市化概念 , 辨析其内涵和对现象解
释的优劣势。根据属性城市化的含义 ,提出类城市地域这一空间类型 , 列举分析成熟型郊区、过渡型郊区和乡村半城市化地区3 种类城
市地域的发生发展背景及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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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 paper newconcepts of entitative urbanization and attributive urban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fromthe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 objects
and their connotation and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for explain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 were discri minated .The newtype of space called semi-ur-
ban area was discover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attribution urbanization.Thenthe background and main features of three types of semi-urban area : fully-
developed suburb ,transitional suburb ,and peri-urbanized area of rural region,were enumerated and analyz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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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人们的感性认识中, 对城市化的理

解众说纷纭。不同学者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 总结城市化的

现象要素 , 对其做出解释和探索。人口学将人口向城市集中

的过程称为城市化。人类学中城市化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

的转变过程, 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经济

学认为城市是人类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中心, 城市化是指

不同等级地区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 即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

动的转换。地理学除了认识到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的

转换与集中外, 特别强调城市化是一个地域空间过程, 包括

区域范围内城市数量的增加和每一个城市地域的扩大。

20 世纪初期 ,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城市

化发展的新阶段———郊区化进程, 并引发了逆城市化和都市

区化。虽然其发生发展具有独特的社会传统、经济背景和技

术支撑, 也许并不具有普适的价值, 但却有力地促成了对城

市化问题的反思和对城市化程度度量的变革。20 世纪80 年

代, 西方学者 Mc Gee 在研究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时发现

了一类存在于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 与城市相互作用

强烈, 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发展增长迅

速, 由此引发了半城市化( periurbanization) 的研究。我国自改

革开放以来, 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位、禀赋条件较

好的农村地区, 普遍发展和形成了一种城乡土地利用混杂交

错、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过渡性地域类型。这些社会现

实和学术发现在城市化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蕴含着

对城市化这一复杂概念理解的有益启示。

1  城市认知

从词源构成的角度考察,“城市化”是由名词“城市”加后

缀“化”而构成。在《现代汉语词典( 修订本) 》中“化”的第8

条目释义为“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 表示转变成

某种性质或状态”。那么“城市化”作为动词的含义即可表达

为“某种主体转变成城市性质或城市状态”。显然何为城市

性质或城市状态就成了理解这一含义的关键之一, 而对城市

这一客观实体的认知就成了整个概念体系的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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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从聚落地理的角度是指有别于乡村的居民点。无

论在其发展历史上, 城市( 城、市、镇、城镇) 具有怎样的发生

原因或曾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征 ,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只是在

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才真正诞生, 其普遍被现代人所感知

的特征才真正形成。总体来讲, 人们理解城市主要从以下3

个角度 : 一是城市的主体———人及其群体 ; 二是城市人及其

群体所依附的客体———物质空间; 三是城市在现代社会所扮

演的职能( 图1) 。在人及其群体方面, 城市一般聚居有较多

的人口, 人口规模大于乡村并且人口密度远高于乡村; 同时

城市人口主要从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活动; 更深层次

的是在人口的社会性方面, 城市人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不

同, 隶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 生活周期的阶段不同, 造成不同

的个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 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在物质空

间上, 城市有比乡村大的建筑密度; 各类城市功能大致在空

间分布上按类集聚, 形成一定的城市功能分区 ; 城市具有完

善的上下水系统、密集的广场和街道、影剧院、博物馆等市政

设施和公共设施; 而且城市的建筑物和构筑物通常体量庞

大,设计复杂,形式多种多样, 城市表面很大比例被水泥、砖块

等硬质层所覆盖, 物理特性变化巨大, 同时城市除了向四周绵

延扩展外还向垂直方向增长, 建筑物越建越高, 城市轮廓线呈

明显的覆锅形; 在职能上, 现代城市一般是工业、商业、交通、文

教的集中地, 是一定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图1 城市认知层次结构

2  实体城市化与属性城市化

在辨析了城市这一物质实体的特征后, 对上述“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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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性质或城市状态”的问题就有了清晰的认识 , 但是另一

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什么是城市化的主体”。

城市化的主体从狭义上讲是指地域空间, 即地域空间由

乡村或无人居住地区转变为城市 , 这种地域空间过程必然包

含以此空间为载体的地域内人口和产业的聚集, 产业运行方

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 物质环境的剧烈转变以及社会经

济政治职能的变换等更为丰富的内涵。对应于城市特征的

分层描述, 其地域空间结果是一个具有完全城市性质的地

域, 笔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实体城市化或完全城市化。

实体城市化是对城市化理解最传统和最明确的一面, 工

业革命以来城市的形成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这一过程。而且

这一概念与长久以来形成的人类居民点形式的“城乡二分

法”是一脉相承的, 在其概念内涵中不包含对地域空间形式

或分类的讨论, 没有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 , 对于解释像

欧美国家的郊区、各种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地区显得无

能为力。这一概念的另一缺陷是只提供了一个城市化结果的

蓝图,不能对城市化过程进行描述, 即不能描述城市化过程是

怎么发生的, 哪些要素首先变化, 哪些要素相继改变, 各城市要

素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城市化过程本身的历史变化等问题。

然而当将城市化的主体从地域空间上扩展开来做广义

理解时 , 则情况有所不同。此时, 城市化主体可理解为一切

由原本非城市性质或状态转变成城市性质或状态的事物或

事物特征。简单地讲, 城市化过程就是某些事物或其某些特

征转变为城市性质或状态, 笔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属性城市化

或部分城市化。各种空间地域的具体或抽象要素均可能成

为属性城市化的主体, 如人口及其分布、生产、群体特征, 物

质空间的构成、分布、形式等。这些要素之间具有复杂的相

关关系 , 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关系本身也发生着深刻

的变革。对于一特定地区而言, 属性城市化的意义在于在实

体城市化之前或已实体城市化地区的影响下可进行到或只

表现为一定区域属性的城市化, 如人口生产活动特性的城市

化和市政设施的城市化。这一现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

和特定社会经济政治氛围中已经成为可能。

以美国郊区化过程为例, 人口大量往郊区的低密度迁移

从现象上看是通常理解的城市在人口集聚上逐渐衰落了, 称

之为“逆城市化”, 可理解为城市化过程的逆过程 , 已经不是

城市化了 , 正如负的正数不是正数一样。但学者们仍然把逆

城市化划为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阶段, 看似矛盾 , 但从属性城

市化的角度分析则一清二楚。郊区的人口大多数是拥有较

高收入和社会地位, 从事法律、金融、咨询、管理等工作的中

产阶级和富裕阶层, 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工作、收入和生活

方式, 他们无疑非常符合对城市人的理解。因此从人口要素

的角度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人口城市化, 确切地说是人口

生产活动特性和社会群体特性的城市化以及具有如此特性

人口的空间迁移。这就是美国统计部门在20 世纪20 年代提

出大都市区统计范畴以取代传统城市概念的意义所在 , 它是

一种竖向压缩、平面延展的“扁平化、扩大化城市”, 它比城市

更能反映城市化所应表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属性城市化一方面可以将诸如郊区化这样的现象从城

市化的角度解释清楚, 另一方面可以对城市化过程进行深入

的剖析。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通常开端于人口生产活

动的城市化( 即非农化) , 引发人口空间分布的集聚和规模

化。随着这一过程的发生, 物质和建筑空间开始城市化过

程, 工业厂房大规模分布, 服务于城市人口的商业贸易等行

业大量出现 , 成片的居住空间拔地而起 , 与之配套的城市道

路和市政设施等开始建设和完善。最终, 城市的稳定存在和

有别于乡村的空间特性和生产活动孕育出以城市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城市文明( 即人口社会群体特性的城市

化) , 以完成一定地区的完全城市化过程。

3  类城市地域

回溯城市数千年的发生发展史, 工业革命前的几千年里

城市发展缓慢, 作为人类定居点只以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等

有限的形式点缀在茫茫的农业耕种区和农村居民点之中, 而

且在外观形式上以高耸的城墙等物质手段和人为障碍与农

村截然分开, 泾渭分明, 形成了人类定居点类型划分的“空间

二分法”。近现代以来, 人类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导致传统空

间地域类型开始分化和丰富, 传统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概念正

在被解构, 城乡二分概念已不能准确描述所有人类居民点 ,

城乡之间已产生出许多混合类型的空间地域, 它们一方面具

有传统城市的某些特性, 另一方面具有传统乡村的某些特

性。如果说它们已经长久存在于人类历史上, 可以肯定的

是, 直至近代以来它们才显得如此重要以至应该修改关于人

类居民点的传统二分法。由于学者们通常侧重于从城市的

视角分析这些空间类型( 国内有学者将中国出现的某些发达

农村地区称为“半城市化地区”) , 同时由于城市在人类社会

经济生活中早已超越乡村的重要地位, 笔者将这种混合式的

地域空间称为“类城市地域”。不难理解, 这些类城市地域事

实上是属性城市化的产物, 其中有的是实体城市化的继续 ,

有的是实体城市化的过程。

3 .1  成熟型郊区 普遍出现于城市化基本完成的欧美发达

国家, 尤以美国的发达郊区为代表。美国的郊区化始于20

世纪初, 战后进入大规模扩张时期,20 世纪70 年代初这一过

程完成, 至此美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重心已移到郊区。美国

成为典型的郊区化国家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交通运输条

件的改善是最基本的条件; 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白人新中产

阶级成为移居郊区的主力; 联邦政府的政策是战后人口和经

济活动移往郊区的关键性因素; 美国人对城市的矛盾心理是

城市郊区化的社会心理因素。

概括地讲 , 成熟型郊区具有如下特征: ①通常发生于城

市化已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国家或地区; ②人口和建筑低密度

分布, 环境优雅; ③各项道路交通和市政设施完善, 物质构成

完成了城市化; ④郊区人口以社会中高阶层为主, 实现了人

口生产活动和社会群体特性的城市化; ⑤郊区的人口和生产

活动以由城市实体的外向扩散为主, 以一定的实体城市化为

基础, 在一定时期内与实体城市化共存 ; ⑥因实体城市化进

程的基本完结, 这种类型的郊区通常不会成长为新的密集形

态的传统城市。

3 .2  过渡型郊区 指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地区城市周边形成

的前沿扩张地带, 是城市蚕食农村地域的先锋, 也是农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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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等方面为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而做战略调整。

3 .3  提高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与新农村建设人才需求之间的

契合度 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

关键在于培养出的人才是否适应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

地方高校必须在全面调查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才规

模和能力的新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才要求的新形势

的基础上, 结合学校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着力培养适应新农

村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为此, 地方高校的专业设置应具备

灵活性、适应性和实用性等特点, 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要

求为专业设置的依据, 建设特色专业, 根据新农村建设需要

调整专业结构, 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相关专

业, 提高专业设置与新农村建设要求之间的契合度。

3 .4  地方高校科研应着力解决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  在科学研究方面, 地方高校应基于其地方特点, 以基础

研究为主, 区域研究为特色, 在强化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 主

动调整科研方向、结构, 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出发,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 把农业、农村、农民

遇到的难题作为研究课程, 解决地方经济和农村发展中急需

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 充分发挥高校科技优势 , 主动服务新

农村建设。在科研目标的设定方面, 应突出实用性, 要直接

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设计、指导、策划 , 坚持产学研有

机结合, 通过科研活动, 进一步增强地方高校的社会服务功

能, 努力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4  结论

地方高校应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才和科技需要

状态及时调整办学方向 , 在推动地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反哺社会的同时突出自身特色, 提升办学水平 , 促成地方高

校与社会双赢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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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向城市转变的过渡地区 , 根本特征在于其不稳定性和发

展的城市指向性。这一类型郊区明显依赖于城市而生, 根

据与中心城市的关系可划分为因城市的扩散运动而产生的

郊区和因城市的集聚作用而产生的郊区两种类型。前者主

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 一是城市在郊区建立工业园区而带动

的地区内生产活动的城市化 ; 二是与城市临近的乡村因区

位优势而从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为城市服务的非农产

业。后者是在城市的强大吸引力和过高的城市进入门槛作

用下, 农村人口为获得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而在城市郊区

形成的集聚区, 其中人口以从事建筑、制造、零售等技术要

求较低的工作为主。由此可见, 过渡型郊区以产业活动的

城市化为首要特征 , 但以农村人口为主, 仍实行乡村式的管

理模式, 缺乏相应的市政规划, 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3 .3  乡村半城市化地区  乡村半城市化地区以我国最为

明显 , 通常是具有区位优势的乡村地区, 抓住机遇 , 经过资

金积累 , 逐步成为制造业密集地区进而实现产业活动城市

化。自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迅速, 出现了剩余

资金的积累, 同时劳动力的剩余也逐步显性化 , 导致农村内

生发展动力越发强劲。然而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对立的

社会体制, 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不能顺利地进入城

镇, 因此诱导乡镇企业的萌芽发展。同时 , 长期的短缺经济

一度使我国国内需求旺盛, 制造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在

此背景下 , 乡镇从城市获得技术 , 依托其廉价的劳动力和成

本几乎为零的集体土地资源, 非农产业蓬勃发展, 许多农村

人口因而从事非农产业。东部沿海的苏南地区正是遵循了

这一发展轨迹而成为我国最为发达的农村地区之一。

乡村半城市化地区同样以产业活动的城市化为根本特

征, 其大多数居民均从事工业或服务业活动 , 主要经济收入

来源已不是农业劳动。同时乡村半城市化地区通常具有不

完善的配套市政设施, 一定密度的人口和分布杂乱、破败的

建筑环境 , 一般仍保留有许多农村景观, 仍是各自为政的农

村型管理体制, 在人口社会群体特性上处于从农村文明向

城市文明的过渡阶段。

4  总结

从属性城市化的角度, 类城市地域决不仅限于以上3

种类型 , 但它们却给人们对城市化的历史反思提供了重要

线索。首先, 产业活动的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开始的首要

标志和推动力量 , 与传统城市伴生的人口和物质的空间集

聚已不是必然的景观现象 , 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精

神层面的变化才是城市化的最核心内涵; 其次 , 在当前我国

力图解决“三农”问题和理清城乡关系的背景下, 属性城市

化和类城市地域提示人们在大规模将乡村人口转移至城市

的途径之外 , 乡村地域自身的城市性转变或介于城乡之间

的地域类型的大规模形成也可以成为一种选择 ; 最后 , 在宏

观历史视野里, 人类居住地的发展变化指向也许并不以城

市为唯一目标, 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技术条件下也

许有不同的形态和选择 , 而且这一过程所遵循的核心价值

和动力可概括为以人为本的提升人类自身的生活状态和生

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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